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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学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与人们生活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教

学活动中要增强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习掌握，为将来自身素质的

提高以及自身全面发展做基础。面对全新的课程结构，教师和

学生都应因地制宜的进行知识的教学与学习行为，发现问题并进

行改善从而实现学生对化学知识结构体系的掌握。

1  现阶段高中化学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明确教学目标

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学目标能够指导学生正确参与教学活动，

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思维扩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教学目标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但有很多教师没有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

往往将自己作为课堂教学中心，而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了

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模式，彼此之间互动效率不高，学生学习

兴趣也得不到增强，造成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在课堂教学时，由

于教师教学学目标不准确，很容易导致教学计划出现偏差，不符

合预期的教学效果。

1.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

由于受到教学理念和教学条件的限制，很多教师在化学课堂

教学中无法运用新颖的教学方法，致使课堂教学氛围死气沉沉，

无法提高教学质量。过于陈旧教学理念也无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

性，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距离越拉越远，无法有效激活学生的学

习兴趣。

1.3综合素养水平不高

在开展高中化学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不够准确，往往会导致学生对化学基础知识掌握效果不理想。教

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课堂实践活动，导致学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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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参与到动手实践之中，很多学生在化学知识学习中感到无从

下手。

2  新课改下开展高中化学教学的有效策略探究

2.1 组织合作活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受到了传统教学理念的严重影响，很多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

取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学生课堂主人翁地位的实现，也

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合作教学手段是一种将课堂还给学生的教学

方法，也是学生们喜欢参与的一种教学活动。鉴于此，高中化学

教师可以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合作学习活动，以此促进学生团结到

一起进行探究和讨论，并从中自主抽象出化学知识。在合作环境

中，学生们的合作意识逐步增强，自主学习能力也随之增强，为

其以后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化学知识并用之指导生活奠定了基础。

例如：学生在学习《物质的分类》内容时，高中化学教师考

虑到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基础，因此在课堂中直接采用了

合作的方式。在合作教学前，教师先利用超市整齐的商品的成列

以及图书馆的书籍的顺序摆设为例促使学生了解到整理和分类的

重要性，并提出问题“化学物质能够分成几类，分类的依据分别

是什么”。很多学生都会结合已有知识点提出分为液体、固体和气

体。在后面的合作活动中，教师将很多化学物质杂乱地呈现出来，

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尝试分类。很多学生一头雾水，有的学生

则是按照刚才提出的形态进行分类，还有的小组将含有金属离子

和不含金属离子的挑选出来再进行分类，甚至还有小组按照单质

与化合物的区别进行了分类。当各个小组汇报完毕后，教师再将

混合物与纯净物、单质与化合物、盐与酸、氧化物和非氧化物等

分类方式讲解出来，促使学生们快速掌握物质分类的几种不同方

法。在合作式教学环境中获取化学知识，不仅充分体现了学生课

堂主体地位，还有效促进了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以及化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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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形成，为以后深度探究与学习化学知识奠定了基础。

2.2 开展实验活动，提升学生实验探究水平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将化学与实验结合到

一起，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化学课堂中，教师们也

习惯了通过化学实验将知识传播给学生，学生也喜欢通过实验自

主探究知识。进入高中后，化学知识的难度升级，学生们获取

化学知识的效率和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高中化学课堂

中，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实验活动，以此促进学生课堂注意力时

刻集中在实验中，实验探究水平和综合能力的提升，为其高效

地掌握化学知识以及提升化学素养打基础。

例如：学生在学习《金属的材料》内容时，高中化学教

师先组织学生激烈讨论黄铜和黄金的区别，促使学生在讨论过程

中逐步认识到学习化学知识的重要性。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

教师将金属镁、铝、铜和铁展示出来，鼓励学生思考并探究它

们分别与氧气发生反应的现象并总结出金属化学性质。很多学生

都是动手将几种不同金属分别放到氧气中燃烧后再得出结论。在

实验中，学生们发现大多数金属都可以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但是反应程度都不同，其中铁和铜没办法在氧气中燃烧。当学

生通过探究了解到金属铝的活泼性外，教师问道：“为什么在

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过很多种形式的铝制品？它们为什么非常耐

腐蚀呢？”学生们积极展开思考，很多人拿起铝条进行研究，

观察颜色和变化。随后，教师又鼓励学生进行了几种金属与稀

盐酸反应的实验，希望他们通过实验探究自主判断金属的活泼性

顺序。在实验活动中，学生们自主获取了化学知识，同时实验

探究水平和能力也得到了发展，为以后学习打下了基础。

2.3教师需要重视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合理运用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存的教学手段也不断的更

新，多媒体教学技术更加是信息时代和信息技术的新型产物。

通过计算机知识的普及，多媒体教学技术也广为使用。化学学

科内容是一种相对抽象的知识，随着高中化学学习难度的加大，

学生光依靠以往的学习经验，往往不能满足自身知识的获取，

甚至让一些差生很难正确地理解高中化学的抽象知识，但如果通

过运用多媒体技术，利用一些视频、图像，实验能够将这些抽

象的知识简单形象化，从而使学生直观地理解，让学生学习化

学也更加容易。

例如：在学习《元素周期表》这一节课时，学生在初中

阶段已经学习和了解过一些简单的金属和非金属元素，并且也初

步接触过有关原子结构的知识，但是化学中元素周期表的结构是

比较深层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抽象的化学概念，如果单单只依

靠以往的化学知识，学生对于元素周期表的认知也是不够的。

这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元素周期表的结构一步

一步的利用图片或者视频展现出来，这种抽象的问题就得以解

决。也让学生能够清楚了解且正确的掌握元素周期表的结构。

2.4 教师需要重视利用提问展开教学，以此促进学生思维

发展

在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喜欢使用提问的方式展开教

学，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耐心，常常自问自答，没有给学生留下

充足的思考时间。在新课改以后，教师们仍旧喜欢使用提问法

展开教学，但是此时的提问法与之前不同，它需要学生自主思

考和解答问题，也能够真正实现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当高中化

学教师利用提问展开教学活动时，学生们不仅会对问题产生兴

趣，而且也能够应用理性思维思考并解答问题，对其后续学习

和掌握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学生在学习《离子反应》这节课的知识点时，高

中化学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需要在上课的初始阶段就把学生熟

悉的石墨、铜、氯化钠固体以及氢氧化钠液体等化学物质展示

出来，同时教师需要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能够从中挑选

出能够导电的物质吗？”学生们很快将其中的金属以及碳等挑选

出来，并说明出了它们导电的原因。随后，教师也明确指出了

“氯化钠固体不导电，但是氯化钠溶液导电”，并鼓励学生思考

其中的原因。很多学生都说是因为水能够导电的原因。鉴于此，

教师引出电离概念，促使学生了解到电离发生后钠离子和氯离子

就能够自由移动，所以能够导电。紧接着，教师鼓励学生自主

总结出了酸碱盐导电的条件并逐步将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等内容讲解

出来，促使学生在掌握化学知识的过程中思维得以发展。

2.5教师需要重视应用微课攻克教学难点

化学学科教学内容往往涉猎面较广，抽象化的理论知识与学

生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较远的距离，在缺乏相应认知基础的情况

下，学生在理解与学习方面普遍存在较高难度。将微课引入到

课堂环境中，融入到教学方案的设计中，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容

的抽象性予以削弱，便于学生理解与分析，引导其逐渐增进对

学科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热情，帮助构建高效的教学课堂、活跃

授课氛围，攻破学生在以往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障碍。

例如：在讲解《无机非金属材料 - 硅》一课时，由于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一化学物质的接触不多，了解较少，因而面

对新知识会存在一定的陌生感。教师便可以以生活元素的引入为

切入点，引导学生了解硅的性质与存在特征等，如作为重要的建

筑材料，沙子中含有硅元素，而在现代光学与光纤维制品中，纯

净的二氧化硅也是重要的基本原料，可以制作光导纤维，石英和

玛瑙也含有硅元素，我往往被制作成饰品和工艺品等，通过总结

分析可以发现，二氧化硅是硅的重要存在形态，分为无定形与结

晶形两大列，熔点高、硬度大、不溶于水。借助于微课教学，

教师可以循序渐进地引入到对硅的氧化物的化学性质的教学，以

由浅入深的方式加深学生的理解，以此提高其学习水平。

3  结语

总而言之，新课改要求全面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必

须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将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灵活分

析，才能够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为了满足新课改要求，实现

高效教学，高中化学教师以创新教学模式为主，给予学生更多

良性情感体验的机会。其中情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明显，

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教学模式的践行策略开展科学探究活动，鼓励

全体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提高学生对化学知识和问题的解决能

力，保证课堂教学的整体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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